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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静雅 孙美
星）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绵亘万
里，贯通古今。日前，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
到，宁波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古丝
绸之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宁波
都有哪些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
华的历史印迹？而今的宁波人又怎
样在这些印迹上续写着辉煌？从今
天起，本报推出“寻访一带一路上的
宁波活化石”系列报道，寻访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宁波故事。

一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开
始帆影苍茫，舟楫相望。一艘艘商
船从宁波出发驶向世界，将宁波的
青瓷等特产送往异国他乡。

宁波不仅是特产的输出地，而
且是中转地，来自我国内陆的丝
绸、瓷器、茶叶等物资通过宁波销
往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
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地，而东南
亚、西亚诸国的砂金、药材、香料、
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经由宁波
销往我国内陆。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
物品的交流，更有工匠、医生等技
术人员的往来和技艺的传输。一
批批身怀绝技的宁波匠人，曾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向世界展
示宁波制造的魅力。明州的石刻
匠人把精湛的石刻技艺带到日本，
至今在日本福冈、奈良等地留下不
少精美的石雕；居住在月湖畔的宁
波酱菜世家远赴日本开酱菜工坊，
以宁波味道和宁波诚信敲开了日
本皇室的大门，成为皇室酱菜供应
商；宁波的医生也曾远赴菲律宾，
在当地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
技术人员的往来和技艺的传输，还
有文化的交流。佛教也通过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宁波，而宁波的
布袋弥勒通过海路传往日本，成为
备受民间喜爱的“七福神”之一。

在来来往往中，作为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的宁波，留下了诸多见
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
印迹。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些
印迹的前世今生，本报和宁波市社
科联、宁波文化研究会共同推出

“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
系列报道。本报记者将发扬“走、
转、改”的优良作风，深入一线，寻
遗迹、访专家、查古籍，为您讲述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彩宁波故
事。

如果，您家门口有一块记载古
代国际贸易盛景的石碑，如果一本
古书里记载着一段先民东渡创业
的故事，如果……只要您觉得自己
所见中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元素，
都可以拨打电话87777777告诉我
们 ，也 可 以 发 电 子 邮 件 至
yjy@cnnb.com.cn。我们将带着
专家一起前往，解开其中的谜团，
丰富“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故事。

“港通天下，转运南北”的宁波，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月湖畔
江南唯一的高丽使馆，鼓楼边规模宏
大的永丰库遗址，上林湖的越窑青瓷
古窑址……众多历史遗迹，见证了宁
波古代对外贸易的繁华。

在宁波还有哪些值得去探访的古
丝绸之路印迹？昨天，本报邀请多位宁
波文史专家，在张苍水故居召开了一次

“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研讨
会。在专家们的讲述中，一幅恢弘历史
画卷徐徐展开。

宁波对外交流的足迹
不仅仅在东亚，还遍布全球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宁波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从未停止。从
古老的明州港出发，船舶一路向东，可以
到达日本的博多岛，向东北方向，可以到
达朝鲜半岛。在昨天的研讨会上，专家们
纷纷表示，宁波通过古丝绸之路对外交流
的足迹，不仅遍布东亚，还遍布世界。

宁波民间文保专家杨古城介绍说，据
《宁波港史》记载，北宋时西亚的波斯商人
经常来宁波做生意，当时的政府还专门在
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原
址就在如今宁波二百附近，波斯巷也因此
得名。宁波市区曾出土过波斯陶器，也是
波斯人在古代宁波生活的证明。

自唐代开始舟山归属宁波，舟山的
海上贸易日趋繁荣。《鄞州文史》主编戴
松岳介绍，明嘉靖五年，葡萄牙殖民者
曾侵占舟山的六横岛，建立了当时世界
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双屿港，时间
长达22年。当时在双屿附近居住的外
国人，除葡萄牙人外，还有日本等十多
个国家的商人，多时达3000人左右。

宁波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
易足迹，最远到达非洲大陆。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说，古时候
慈溪上林湖畔的越窑青瓷的贸易范围，
就遍及亚非各国沿海主要港口与城
市。丰富的越窑青瓷海外遗存，勾勒出
唐宋时期越窑“海上陶瓷之路”的交通路

线轮廓。古老的越窑青瓷除了曾出口
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还远至南亚、西亚乃
至东非等地。在菲律宾、印尼、泰国、巴
基斯坦、伊朗、埃及等国，均有越窑青瓷
出土。

宁波对外交流的内容
不仅仅是物品，还有工匠

古往今来，除了茶叶、青瓷外，宁波
的梅园石也早早走出国门，远渡重洋。
至今留在日本东大寺正门前的一对石
狮、般若寺的十三重石塔等都是由宁波
石匠用梅园石雕刻的，已是日本国宝级
文物。同时，更多的梅园石被从宁波港
出发的各国船只作为压舱石使用，源源
不断地去往异国他乡。

杨古城老先生刚从日本考察回来，
他告诉记者，过去，大家只知道宋代以
后宁波跟日本交流频繁，其实，日本在
遣唐使时期就与宁波有来往，这说明宁
波在与日本、韩国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
要，“在古代，沿海前往日本的海上航路
中，从宁波出发最近、最方便也最安
全。从唐代开始，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前
后有19批次，其中有9批从宁波登陆
或从宁波离岸返回日本。”

这次，杨老先生去的福冈、奈良、京
都等地，都看到了众多宁波遗迹。如福
冈市宗像大神社，收藏有宋代明州梅园
石雕刻的阿弥陀经石碑、梅园石狮子；
在奈良，留存的印记更为丰富，奈良与
宁波交流始于唐代鉴真，宋代明州工匠
还重建了日本东大寺。

“1167年，日本僧人重源入宋，当
时的阿育王寺破坏年久，重源曾两次从
日本运送木材赠与阿育王寺。”杨老先
生说，在东大寺大佛殿及多处堂塔被焚
毁后，受命重修东大寺的重源，把中国
的石雕技术和样式引入日本，他启用宋
人陈和卿为指挥，铸佛造像，后来又聘
请明州石匠伊行末等人，最终才使重建
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不得不提到的是，明州石匠伊行
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携家眷在日本定

居下来，后来就有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
石匠家族。”《鄞州文史》主编戴松岳说，
伊行末逝后，后人继承其石刻风格，形
成了个性鲜明的伊氏石刻流派，即日本
石刻工艺史上的“伊派”。

宁波对外交流的领域
不仅仅在贸易，还有文化

公元992年，北宋在宁波设立了海
外贸易机构（市舶司），以此管理沿海贸
易和控制朝鲜及日本的海上贡税。日
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专著《宋代江南经
济史》和《宁波及其腹地》中说，在蒸汽
船出现以前的船运方面，宁波港是中国
（东部沿海）中部的第一个商业性海港。

宁波文史专家邬向东对宁波经济
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作了一个空间上
的描述，“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
北、港通天下”，也就是说，宁波作为贸
易港口，提供了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
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是中国连接
世界的枢纽，同时，也是世界货品进入
中国的大门。

当然，宁波对外交流的领域不仅仅
在于经济贸易，还包括文化。比如，位于
柳汀街现佛教居士林址的四明驿，是日
本勘合贸易船赴京进贡的起程站和其
返国补充水源的基地，其中不少日本遣
明使，入明后与宁波文士密切交流，切磋
书画艺术与文化习俗，并留下不少墨宝。

张如安教授则表示，说到宁波人对
外的文化交流，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朱舜水。

“朱舜水是余姚人，著名学者。清
兵入关后，他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
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等
地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
人士推重。”张教授说，朱舜水的德行、
学问，在日本得到了礼遇，被尊为“胜国
宾师”，他在日本的大批学生，日后都成
了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以“舜水
学”为宗旨的”江户学派“，深深地影响
了明治维新，为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作出了贡献。记者 王思勤 孙美星

发掘古丝绸之路上的宁波故事
本报今起推出“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系列报道
如果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请联系我们！

被誉为“一带一路”上的“活化石”
宁波实至名归
本报昨邀请文史专家细数宁波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印迹

本报邀请多位宁波知名文史专家在张苍水故居召开研讨会。


